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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前言

　　中国人都熟悉四大名著，没有看过原著的人也会通过电视剧、电脑游戏了解其中的人物和情节。
因此，看到玄德的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是《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刘玄德。但是，这里要讨论的玄德
不是三国里的人物，也与三国故事无关，而是它最早的出处，《老子》中的玄德：　　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出自《老子》第十章 和第五十一章　　2005年夏，似乎是个偶然
的机会，使我将《老子》和《时间简史》拿来对比学习。这个学习很有成效，许多长年未解的疑惑一
下子都有了答案。还记得当时，许许多多从没有过的想法突然涌出，只想赶快写下来，于是就写下了
《道纪》的前九章。写作的过程是愉快而且顺利的，直到那一年的年底，开始在博客上发表。从《道
纪》的前九章发表至今已经一年有余，这期间迎来了许多朋友光顾，不仅仅只是阅读，还发表感想，
提出问题。到现在，关于《道纪》的评论文字已经超过十万字。2007年1月，这本由于那个偶然机会所
带来的成果由同心出版社出版了，书的出版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但在当初那本书写作的时候，还
真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一年以来，生活充实、丰富而且一直有快乐伴随其中，对我来说实在是
个难得而且难忘的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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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内容概要

《玄德:欲望管理与自由人生》主要内容简介：玄德是认识道的终极目标，在认识道的过程中所走的每
一步都是以这个终极目标为方向的。在进一步融汇孔、老思想的过程中，这个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地展
现在眼前。当然，完全看清“玄德”的风貌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似乎也值得珍藏。思考的行动无法停止，那就顺着它走下去，而《玄德:欲望管理与自由人生》就是以
这个终极目标为题，对这些思考活动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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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书籍目录

前言第○章  《道纪》简介第一部分　人生曲线　第一章　描绘人生的曲线　第二章　什么才是学习
　第三章　生而知之者——绝学无忧　第四章　学而知之者——不亦乐乎　第五章　天地不仁，圣人
不仁　第六章　困而学之——犹恐失之　第七章　困而不学者——不足畏　第八章　三种稳态　第九
章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第十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二部分　人之本性　第一章　吾未见和人
的本性　第二章　会变化的欲望　第三章　欲望的特点　第四章  “我”与“身”　第五章　知足不
辱　第六章　降低欲望是必需的　第七章　无名之朴　第八章　人性包含“无为”　第九章　人性倾
向“无为”　第十章　自成逻辑　第十一章　人与社会　第十二章　人性与道第三部分　知礼是德　
第一章  “礼”和“知礼”　第二章　空间的三种边界　第三章　有无的边界——体现为孝　第四章
　恒定的边界——由忠所规定　第五章　恒定的边界的一些用法　第六章　礼常数　第七章　动态的
边界——信是基础　第八章　动态的边界的一些用法　第九章  “礼旋钮”的调节第四部分　道德特
性    　第一章　道德不是行为规范　第二章　道是如何相通的　第三章　为什么说“强字之日道”　
第四章　道的蓄积规律　第五章　德的特点　第六章　女子与德　⋯⋯第五部分　系统调节结束语附
录　关于两个问题的说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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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章节摘录

　　但是，天地离开道的距离并不算远，它会在道的引导下自动回归而不需要类似学习这样有为的帮
助。因此，天地是“不仁”的。圣人也是一样，无论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达到“上德”之后的学而知之
者都能够自动回归道，他们已经自动按照道的指引运行，不会刻意地去判断对错，因此，圣人是“不
仁”的。　　但是，在这条横线之上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随时会出现“仁”的状态。在“志于
学”之后系统处于“仁”的状态，就算进入了“而立”，越过了“不惑”，此时系统处于“德”的状
态。但是这样的“德”是平常的德，“常德”有偏离和出错的风险。当“常德”偏离出错时，系统随
时会“失德而后仁”而进入“仁”的状态。因此，“仁”不是天地和圣人的标志，而是君子的标志。
可以说，当一个人开始“志于学”进人“仁”的状态以后，他就成为君子。成为君子的人就要经历“
知礼”，“蓄德”，小心不让“常德”偏离，用蓄满的德作为材料来建造更大的容器等过程，最后达
到“知天命”也就是“上德”，这才成为圣人。成为圣人以后，就不会再直接退回到“仁”的状态了
。　　于是，我们就了解了什么是“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但是，为什么老子用“刍狗”来形容百
姓呢。首先要说的是这里面并没有贬义，“刍狗”是用来祭祀的，属于仪式上的用品，是受到重视和
尊重的用品。《论语》第十章 是孔子用自己的行动进行素质教育的课程，其中就有“朋友之馈，虽车
马，非祭肉，不拜”的行为规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朋友送的礼品，不管它有多贵重，就算是车
马，只要不是祭肉就不拜”，可见祭祀用品是受到尊重的。因此，我们需要抛开现代语言环境中“草
”和“狗”的含义来看一看老子为什么在这里使用“刍狗”，而不是像石头之类别的物品来形容万物
和百姓。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是天地
拿着万物去祭祀吗？如果是这个意思，就应该存在第三个角色，也就是去祭祀谁。然而在这句话里只
有两个角色，天地和万物。因此可以认为，天地就是那个被祭祀的，无论是神像还是牌位。可以想象
这样的场景，一个祭祀场所，上面一尊神像，祭坛上摆着许多草扎的狗。这实际上是一场对话，在神
像和“刍狗”之间进行。而这座神像就像天地面临万物的时候，它所看到的就是面前的“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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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编辑推荐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玄德:欲望管理与自由人生》首次融通了
《道德经》和《论语》和并用现代科学解释了传统的文化，论证了天道与人道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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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精彩短评

1、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欲望，怎么样达到独立快乐的人生，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2、这本使我以另外视角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很新颖，有意义！
3、不错，物流很快。但是梅州通路物流不能时时跟踪，有待改进。
4、很不错的书，很值得读，很好的解释了“道”
5、目前为止，我见过解释《道德经》和《论语》最为出色的一本书了。老子和孔子都是融会贯通的
集大成者，对于他们的阐释也需要采用一种融会贯通方式，将现代的科学语言置入孔老的道、仁等模
型中，古老的思想便发散出震古铄今的光芒。
6、感兴趣的人读过会很有启发。
7、
8、证明了人文社会规则源于自然，源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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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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